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學校推動社區資源整合策略之探討

壹、前言

面對政府財政日漸困難，學校經費日益緊縮之際，學校組織為提升教

育品質，增進學習成效，必須致力於尋求資源之挹注與妥善運用，而學校與

社區資源整合不啻為開源另闢蹊徑。此外，少子化現象造成學生來源減少，

中、小學首當其衝。為了提升教育品質，活化教學內容，以提高學校競爭優

勢，學校與社區資源整合是不可或缺的經營策略。因此，學校要如何從鄰近

社區引進適當資源，進而系統整合資源，妥善運用資源，這是經營學校的重

要課題。學校社區資源整合也是值得探討的議題。

近年來新北市資源整合已成為卓越學校評選的重要指標之一，然而，新

北市幅員遼闊，學校規模、城鄉差距頗大。2011年榮獲新北市卓越學校資源

整合向度認證之5所學校，有位於都會區的大型學校，也有屬於偏遠地區的

小型學校。一般來說，偏遠地區小型學校學生家庭社經地位多屬不利，社區

支援程度不足，教育資源明顯弱勢（王麗雪，2007）。加上教師人數少，除

了要擔任教學工作外，還必須兼任行政，工作負荷大，教師流動率也偏高。

而都會區大型學校資源雖相對較多，但也面臨校舍老舊，人多意見紛雜的問

題。這些獲認證的學校如何在眾多參賽學校中脫穎而出？不同背景的教師所

知覺的策略重要性與可行性差異如何？學校在推動社區資源整合上是否還面

臨其他困境？這是本研究想進一步探討的問題。詳言之，本研究主要探究的

問題如下：

一、教師對學校推動「社區資源整合策略」之重要性與可行性看法為

何？

二、不同背景變項的教師知覺「學校社區資源整合」策略之重要性是否

有差異？

三、不同背景變項的新北市教師知覺「學校社區資源整合」策略之可行

性是否有差異？

四、新北市教師知覺「學校社區資源整合」策略的重要性與可行性之差

距為何？

五、新北市教師推動「學校社區資源整合」面臨的問題為何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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貳、文獻探討

為了能持續提供高品質的教育，學校必須與社區維持良好互動，並善

用社區資源，營造友善和諧的校園環境，型塑學校特色文化，使行政能有效

運作，教師能發揮教學專長，學生能得到適性的學習。在行政盡心、教師用

心、家長放心及學生開心的情況下，追求學校的永續發展。

一、社區資源之類別

綜合專家學者對社區資源的分類觀點，本研究將社區資源的內容，分為

人力資源、物力資源、財力資源、組織資源、文化資源、技術資源、自然資

源、其他資源等類，說明如下：

人力資源是指可促進學校行政有效運作，並提供教學上協助，使行政與

教師順利達成教育目標的人力。物力資源是指可以提供學生參與及擴展學習

經驗、促進學校有效運作的事件或活動。財力資源是指可以提供學校教學或

活動的器物及設備。組織資源是指組織的架構、內部的協調機制並可針對內

外部產生作用的資源。文化資源是指組織中有關社區中的文化遺產、民俗及

其他精神文明。技術資源是指人或組織所擁有的技術。自然資源是指可供教

學運用或學校舉辦活動的場地，包含自然地理環境、人為的物質環境等。過

去相關論文涉及這些資源的探討，舉例說明如表1。
由於社區資源種類繁多，在教育的運用上，學校教育人員應掌握社區資

源的特質，藉由走進社區或引導社區走入校園的方式加以整合，並建立社區

資源檔，依據使用對象及活動的需要予以規劃、評估，輔以適切的策略，有

效運用於協助行政與教學活動，讓學生可以在自然場景中直接體驗。

二、學校與社區之關係

Dewey（1955）認為學校是社會的雛形，而學校要滿足時代和社會化的

需要，不可和社會隔離。學校位於社區中，是社區的一部分，而社區是學校

所在地，兩者彼此依存，相互為用。近年來，為因應多元化的社會，學校教

學尤其重視鄉土教育、運用家長資源、強調教育生活化等。這都是要把教材

回歸到生活的環境中，也顯示學校教育與社區關係之密切（徐薇，1999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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